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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化石产地沉积环境与

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陈 万 勇
4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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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根据沉积物成因
、

古气候和古生物特征
,

把禄丰古猿化石产地新第三纪地层划分为晚

中新世石灰坝组和早上新世庙山坡组
。

据岩性和岩相特征
,

可划分出五个不同的沉积阶段
,

每

个阶段代表不同的沉积环境
。

古猿和其他脊推动物化石主要埋在石灰坝组 4四段5湖泊沼泽化

沉积环境
,

次之为庙山坡组4五段5河流相沉积环境
。

前 言

关于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埋藏学研究
,

从四 十年代起在苏联和欧美等国都先后开展起

来
。

在我国这项研究工作 目前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

由于几年来在禄丰古猿化石产地发掘

出大量的古猿化石
、

其他哺乳动物化石和水生动物化石
,

使禄丰古猿化石产地成为举世嘱

目的地点
。

笔者于 2 3 年对禄丰古猿化石产地进行了初步的脊椎动物化石埋藏学的研

究
,

对化石分布
、

埋藏情况和长骨的排列方向进行了观察
,

从化石埋藏与沉积环境
、

古地

形
、

古气候
、

湖泊沉积物的水化学性 质和古生态等方面作了初步的综合分析
。

一
、

禄丰盆地地质概况

在大地构造上
,

传统地质学将禄丰盆地区划为
“

康滇地轴
”与

“

滇
、

黔
、

川
、

鄂台拗
。之间

的过渡地区 4云南地质局
, 2 7 5

。

在地理上该盆地处于滇中高原东部
,

海拔 !。一 !8 8

米
。

禄丰盆地周围的山地
,

主要为中生界侏罗系和白至系
。

盆地的基底主要是属前震旦

系昆阳群
。

在盆地东北部
、

东部
、

东南部及西部边缘地带
,

均有新第三纪湖 泊一沼泽相和

河流相地层出露
。

在盆地中部广泛分布有第四系河流冲积阶地堆积物
。

关于禄丰盆地新第三纪地层的划分问题
,

张兴永等4 2 3 5做了不少工作
。

他们将石

灰 坝
、

土官村
、

台子村滩山和杨家花园等地出露的第三纪地层定为下上新统石灰坝组
、

并

划分出三个岩性段
。

我认为张兴永等划分的还不够明确
。

根据古脊推动物化石
、

古气侯

和沉积环境等
,

笔者把古猿化石产地石灰坝地区 #
、

9
、

:
、

; 剖面中位于明显的风化侵蚀

面以上的部分定为早上新世庙山坡组
,

风化侵蚀面以下的部分定为晚中新世石灰坝组
,

从



而又进一步划分 出五个不同的岩性段
。

有关禄丰盆地新第三纪地层的详细研究
,

将另有

专文讨论
,

在此不予赘述
。

二
、

沉 积 环 境

禄丰盆地自中生代之后
,

经过一段上升时期
,

到晚中新世局部断陷下沉接受沉积
。

因

此
,

在晚中新世至早上新世形成比较复杂的沉积环境与化石埋藏的相互关系
。

沉积构造
、

沉积物和古生物
,

把禄丰盆地晚中新世石灰坝组和早上新世庙山坡组

笔者根据
,

自下而

上划分 出五个沉积阶段
,

以便进行研究与讨论4图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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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禄丰古猿化石产地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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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一 5 石灰坝组一段

本段分布在石灰坝古猿化石地点
# 剖面南部的沟底

,

石灰坝村东山脚下冲沟中
,

旧水

利管理所下边至中村的公路旁和石灰坝村后沿

粘土组成
。

灰色砂砾岩的砾石成分为黑色板岩

,

由一套灰色砂砾岩和薄层状
、

透镜状砂质
、

绢云母板岩
、

石英岩
、

石英砂岩
、

紫色砂岩

等
。

砾径最大为 ∀8 一ς8 厘米
、

多数为 。
1

一Ω 厘米
。 砾石磨圆度不好

,

多为次枝角状
。

砾

石倾 向 & Ξ ς8 一 7 8 ,

乙 一Ω 。。 。

胶结物为砂
、

泥质
,

比较坚硬
。

有薄层状
、

透镜状灰色砂质粘土层
,

粘土层厚度不等
,

为 8 一 ∀8

在 8 余米厚砂砾岩中夹

厘米
,

厚者可达 ς 8 厘米
。



陈万勇 ≅ 禄丰古猿化石产地沉积环境与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由于粗细沉积物相间出现
,

构成明显的粗糙不规则层理
,

局部地方出现交错层理
,

在粘土

层中出现水平状层理
。

综上所述
,

对石灰坝组一段沉积环境讨论如下
≅

从沉积物特征和沉积构造来看
,

在石灰坝山前地带的沉积物是以砾石为主
、

砂和粉砂

组成的灰色砂砾岩层
。

砂砾岩中砾石具有倾向北东方向的叠 瓦构造
。

砾石磨圆度低
,

有

一定的分选性
,

从东北 # 剖面向西南盆地延伸
,

砾径为 ∀8 一ς8 厘米
,

到东山脚下冲沟中为

一 厘米
,

石灰坝村后沿为 8
1

一 ∀ 厘米
。

以上反映 出沉积物从石灰坝山前向盆地过渡
,

随着搬运距离延长
,

粒度变小
,

磨圆度也变好
。

这些沉积物的形成是在气候比较千旱的地

区
,

年降雨量集中的时期
。

石灰坝附近的山坡缺少植被保护
,

地表流水侵蚀作用强烈
。

来

自山区的河流和雨季的洪流一旦流 出山麓沟口 ,

因地形变得开阔
、

沟床坡度减小
、

洪流无

侧壁约束
,

便形成宽阔的漫流
。

由于漫流的水深和流速都迅速减小
,

机械搬运力迅速降

低
,

使水流携带的物质很快沉积成扇状
,

因此
,

推测本段为山麓相冲积扇沉积环境
。

它与

泥石流主要区别是岩性特点
,

砂和砾石占多数
,

粘土含量少
,

沉积速度快
。

泥石流是以粘

土为主
,

含有砾石
,

粘度大
,

流动速度慢4成都地质学院
, 2 7 3 5

。

4二 5 石灰坝组二段

这一岩性段由古猿化石产地东部的 # 剖面起
,

向西和西南一直延伸到 9
、

∃ 、 ; 剖面

和旧水利管理所及东南山坡一带 4图 ∀ 5
。

长约 ! 88 米
,

宽约 ∀ 88 米
。

由含砾红色粘土组

珠 山 Χ 呀
‘

Υ Δ 上 夕 1

娜覃摹罕鬃甲甲摹肇甲甲甲习
图 ∀ 禄丰古猿化石产地地质综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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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震旦纪昆阳群 6 & “
石灰坝组一段 6 & Ψ 石灰坝组二段 6 &∃ 石灰坝组三

、

四段 6 & Φ 庙山

坡组4五段 5 6 Ζ
≅

更新世 6 Ν1 黑色板岩 6 Ψ1 灰色砂砾岩 6 ∃1 红色粘土含砾石 6 Φ1 含黄铁矿

灰色粘土 6 “
·

灰色粘土炭质粘土 6 Υ1 灰白色泥质灰岩 6 Ο1 褐煤层 6 卜 灰色粘土与灰白色泥

质灰岩 6 Γ1 第四纪砾石层 6 Λ1 风化侵蚀面 6 [
·

农田 6 + 推测断层 6 瓜 沉积阶段代号

成的红色泥砾岩
。

其特征如下
≅
红色粘土包裹着砾石

,

砾石成分为黑色板岩
、

绢云母权

岩
、

石英岩
、

石英砂岩和极少灰岩
。

砾径为 ∀8 一Ω8 厘米的砾石多为石英岩
、

石英砂岩
。

砾

径为 ∀一 厘米者
,

其成分为黑色板岩
、

绢云母板岩
。

砾石磨圆度不好
,

多为棱角状
。

砾石

分选性很差
,

大小混杂堆积在一起
,

局部略显条带状 4图版 −一 5
。

砾石扁平面倾向为七

ς 8 “

一ς 。

东
,

倾角为 8 。

一
“

左右
。

从东部的 # 剖面向西部的 9 、 : 剖面过渡的红色沾

土中
,

砾石成分变化不大
,

仍然为附近山上的前震旦系昆阳群和中生代红色岩层风化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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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
。

但砾石的砾径却随着远离山区而逐渐变小
。 ∃ 剖面上砾石的磨圆度较 # 剖面

好
,

砾径也明显的变小
,

很少见到 一 8 厘米的砾石
,

多数为 一 ∀ 厘米的小砾石
。

红色粘

土成分大量增多
。

综上所述
,

对本段沉积环境分析如下
≅

从禄丰古猿生活时期的气候初步研究一文中
,

可以看出在石灰坝组二段时期
,

气候比

一段时期要温暖而湿润一些4图 5
。

从地质构造来看
,

这里又处于上升地区
,

风化侵蚀作

用比较强烈
。

当连 日阴雨
、

特别是发生强度很大的暴雨时
,

使 山坡上风化的红色粘土 4石

灰岩
、

板岩风化产物5和岩石碎块同水一起成混合物
,

沿倾角 斗 。

一 ! 8 。 陡峻的山坡向下滑

动
,

是液体带着固体流动
‘5。 因其粘度大和流动慢

,

所以常常近于成层的运动
,

故可以在 #

剖面上看到沿山坡缓倾斜层理 4图版 −一  5
。

有的砾石具有棱角状
,

无分选性而突出于层

面 4图版 −一  5
。

尤其是远离山坡
,

不仅颗粒变小而且舌状体的边缘变薄4∃ 剖面
、

图版 −Ε

∀ 5
。

这种沉积类型
,

现今在我国云南
、

四川的一些山区
,

每年夏季暴雨时期多有发生
。

通

过上述对沉积物性质的分析
,

可以认为本段代表泥石流沉积环境
。

4三 5 石灰坝组三段

本段由灰白色粘土和含黄铁矿集合体的粘土所组成
,

分布在古猿化石产地 ; 剖面的

底部和东山探井一带
,

在 ; 剖面探井中可见到
1

! 米厚
,

在东山探井地质剖面 中出露厚度

可达 8 余米 4图 ∀ 5
。

这一段岩性特征
,

为灰色一灰白色粘土
,

胶结物为泥质及少量钙质
,

比较紧密坚硬
。

灰色粘土中含有石英小颗粒
,

局部层位含有黄铁矿小晶体
,

无明显层理
。

禄丰盆地台子村西南 : ∴ Ω

和田心村 : ∴ ]

钻孔揭示灰白色砂质粘土层中夹有薄层细砂岩

和小砾岩层
。

根据上述岩性和沉积构造特征
,

对本段沉积环境讨论如下
≅

第一
,

从沉积物粒度来看
,

结构均匀的灰色
、

灰白色粘土和细砂层
,

无明显的层理构

造
,

说明当时湖水比较平静
,

缓慢地沉积一些细粒物质
。

第二
,

灰色砂质粘土层中含有黄铁矿小集合体
,

说明湖水不太流动
,

在缺氧的还原环

境中产生硫化氢
,

在喜硫细菌作用下形成黄铁矿集合体
。

这种水环境不宜于水生动物生

活与繁殖
。

因此
,

很少发现螺与蚌等软体动物化石
。

第三
,

从盆地中部 : ∴ ,

和 : ∴ ]

钻孔中的岩心特征来看
,

局部地段 出现细砂岩和砂砾

岩
。

推测它们可能是由于浊流作 用形成的浊流沉积 4或称水下三角洲沉积 5
,

说明有较大

的流水进人湖中
。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本段代表了比较平静的浅水湖湾的沉积环境
。

4四 5 石灰坝组四段

本段是含古猿化石的层位
,

分布在禄丰盆地边缘地带的石灰坝
、

土官村
、

科甲和杨家

 5 许靖华教授沉积学讲座
,

成都地矿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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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等地
。

其岩性特征是由灰白色粘土
、

黑灰色炭质粘土
、

灰白色泥质灰 岩4:Ν :, ,

含 量

3 7
1

8 一 3 2
1

7 5
、

褐煤层等组成
。

总厚度约 !
1

米4图 Ω , #5
。

本段最上部 4;
]

层5 由灰白色粘土
、

灰白色泥质灰岩 4∃
Ν ∃ ) ,

含量 37
1

8 并5
、

黑灰

色炭质粘土及薄层状或透镜体状褐煤层所组成
。

它们相间出现
,

形成明显的水平状层理

4图版 −一Ω 5
。

这一段中
,

灰白色泥质灰岩呈不规则的透镜体
,

长者为 一 ∀8 米
,

短者为几

米
,

厚度为 一Ω8 厘米4图 Ω , # 5
。

薄层状褐煤层往往也呈不规则的透镜体 出现
,

厚度为

一巧 厘米
,

有 明显的相变现象
,

向剖面东部则相变成炭质粘土
,

向西部则褐煤层变厚
。

在

褐煤中可看到黄褐色的铁染现象和石膏小晶体
。

在炭质粘土中
,

除有丰富的有机质外
,

还

有大量的小方解石集合体组成的碳盐类和石英小颗粒
。

在灰白色泥质灰岩层和灰白色粘

土层中
,

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包括古猿和小灵长类
。

还有很多鱼类
、

印度扁卷螺
、

短

沟蜷
、

蛛蚌等化石
。

在炭质粘土中有拟钉螺
、

蛛蚌
、

鱼
、

龟等水生动物化石4图 Ω , 9 5
。

本段中部 ; Ω

层4图 Ω , # 5为厚层状褐煤层
。

煤层中间厚向东西两端变薄
。

在褐煤层

中间
,

夹有长 !8 厘米的炭质粘土和灰 白色泥质灰岩透镜体
。

本段中下部
,

; 6 层 4图 Ω , # 5

为薄层状炭质粘土与灰白色泥质灰岩互层
,

具有 明显的季节性韵律状细层理 4图版 −一 ς 5
。

;
,

层为灰白色泥质灰岩层
,

这一层是由方解石小晶体的集合体和粘土所组成
。

本层在古

猿化石产地 ; 剖面东部变薄约 ! 厘米
,

而且泥质成分增多
。

在剖面中部厚度增大为 38 一

3 厘米
,

而且泥质减少
,

绝大部分为方解石小晶体组成的泥质灰岩层
。

向剖面西部厚度变

厚 为约 米有 余
。 ; !

层是石灰坝组四段最下部
、

以灰色粘土为主
、

含有三层薄煤层
。

在

音 <面东端粘土成分增高
,

剖面西端灰白色碳酸盐成分增多
。

综上所述
,

从沉积物特征
、

沉积构造
、

沉积旋 回等方面
,

对本段沉积环境讨论如下
≅

第一
,

从沉积物特征来看
,

具有明显浅湖一湖滨沼泽相的沉积旋回
,

主要为灰白色粘

土
、

灰白色泥质灰岩
、

炭质粘土及薄层状褐煤层相互成层
,

反复出现
,

形成韵律状细层理构

造
。

第二
,

在湖相沉积物中发现丰富的水生动物化石
,

如大量的鲤科
、

龟类
、

拟钉螺
、

印度

扁卷螺
、

田螺
、

短沟蜷
、

蛛蚌等
。

这些水生动物的现生种
,

多生活在浅水湖泊之中
。

第三
,

从石灰坝组四段沉积物化学分析来看 4表 5
,

:Ν ,
、

:Ν ∃ ) ,

含量相 当高
,

而

& 匆8
、

凡, 含量均低
。 Π ∋ 值 !1 ς7 一 3

1

8ς
,

为弱酸性一弱碱性4表 Ω 5
。

反映出以碳酸盐

类 为主的沉积类型
,

是代表湖相沉积特征之一4布拉特
,

∋
1 ,

等
, 2 7 3 5

。

第四
,

从石灰坝组四段沉积物中水化学分析来看4表 ∀ 5
,

反映出当时湖水化学性质为

硫酸钠钙型水
。

从表 ∀ 中可明显地 看出庙山坡组 4第五段5 ; 
一、、

; 
一 ς、 ; 卜。

河流相沉积

物中
, 8 不根没有或很少

。

而石灰坝组四段浅水湖湾区里
,

沉积物 8 了 根突然增多
,

有的

高达 Ω 2 !
1

3 毫克 ⊥升
,

最低也可达 , ς∀
1

!ς 毫克 ⊥升
。

:Ν
_ 十 、

⎯犷
_ 、

& Ν_ 离子也都明显地

增多
。

因此
,

在沉积物中发现有石膏小晶体和大量方解石集合体组成的碳酸盐类灰 白色

泥质灰岩层
。

这些特征
,

反映 出在湖泊边缘地带先开始蒸发
,

使石灰坝湖湾区湖水浓缩而

成的硫酸盐和碳酸盐类沉积
,

为代表湖相沉积特点之一4布拉特
,

∋
1 ,

等
, 2 7 3 年5

。

第五
,

从含有大量方解石小集合体的泥质灰岩层反复出现的特征
,

说明湖水有强烈的

蒸发季节和潮湿季节的变化
。

随着季节性气候千
、

湿的变化
,

使湖水有时扩张
,

有时收缩

的波动现象
。

也使湖湾区沉积物中
,

出现灰 白色泥质灰岩与灰白色粘土
、

炭质粘土
、

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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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互层的典型湖沼相沉积特征2杨起等
,

∃# Θ # 3
。

第六
,

从抱子花粉组合来看
,

没有发现热带一南亚热带沼泽植物群的抱粉组合
、

如岗

松
、

鳞子莎
、

刺子莞
、

草养
、

莎草
、

葱草
、

鸭嘴草 2关征锰等
, ∃ # ) / 3

。

在本段抱粉组合中有少

量眼子菜
、

睡莲
、

水绵
、

双星藻
、

泽泻等
。

因此
,

推测在湖滨地带
,

局部地区出现了沼泽化

2列兹尼科夫 Ρ Φ&
,

∃# ( ∃3
。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石灰坝组四段
,

为湖湾区及局部有些沼泽化的沉积环境
。

2五 3 庙山坡组 2第五沉积阶段 3

这一阶段在禄丰盆地中有广泛的分布
,

从盆地南部的杨家花园到古猿化石 产 地 Ρ 、

Σ 、 Β 、 Γ 剖面均有 出露
。

五段上部 Γ ;

层的岩性特征为黄色砂质粘土层
、

Γ ;

层的下部是

黄色细砂岩层
,

黄色砂质粘土组成 2 图 Λ , Ρ 3
。

黄色细砂岩层
,

厚度可达 Κ/ 厘米
,

呈不规

则的薄层状透镜体覆盖在风化侵蚀面之上
。

从沉积构造来看
,

在 Ρ 剖面上本层有 向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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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层理构造4图版 −一 5
。

在 ; ,

层中
,

则几乎看不出沉积层理构造
。

综上所述
,

对本

段沉积环境讨论如下
≅

第一
,

从沉积物的粒度来看
,

多为细粒物质
,

无砾石层
,

也没有比较粗的碎屑物质
,

分

选性比较好
,

结构均匀
。

反映当时水动力能量不大
,

代表了比较平静的河流边滩沉积环

境
。

第二
,

从沉积物结构来看
,

下部为细砂岩层
,

上部为砂质粘土层
。

两者组成不典型的

河流相沉积物的二元结构
。

第三
,

在本段中只发现 8 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和鲤科鱼化石
。

没有发现湖中生活的螺

和蚌类化石
。

综上所述
,

可推测本段 为河流沉积环境
。

总结以上对沉积环境的分析
,

可以把禄丰盆地新第三纪发展史
,

初步归纳为早期在盆

地边缘 山麓地带形成一些冲积扇和泥石流
。

当盆地扩展到中期已积水成湖
,

湖泊慢慢演

化到晚期 出现了湖泊沼泽化阶段
。

由于地壳不断的抬升
,

结束了湖泊发育历史
。

有一段

时期出现沉积间断
,

形成明显的风化侵蚀面4图 Ω , # 5
。

最后被河流环境所代替
。

三
、

古猿化石产地石灰坝组4四段 5
、

庙山坡组4五段5脊

椎动物化石埋藏的初步研究

第一
,

从地形特征来看
,

是一个古湖湾区
,

在泥石流扇的作用下
,

在山前与湖泊之间形

成一个类似堤坝的泥石流垄
,

构成山前与湖泊之间一个低洼地带
,

成为湖滨凹地
。

这一有

利的古地形条件为禄丰古猿和其他古脊推动物提供 _ 分理想的埋藏场所
。

因此
,

在古猿

化石产地发掘面上
,

可以看到三
、

四个完好的龟化石整齐的排列在一起
,

还看到完好的拟

钉螺
、

印度扁卷螺
、

田螺和蛛蚌等
。

说明当时无论是生活中的水生动物
,

还是死亡之后的

水生动物
,

都没有经水流搬运和风化破坏作用
,

它们在原地被迅速地埋藏起来
。

因此
,

仍

然能保存当时生活的原来状态
。

第二
,

化石在岩层中的排列方向和分选性是确定当时水流方向和水动力条件的可靠

根据
,

也是确定一个动物群是原地埋藏群
,

还是异地埋藏群的重要依据 4杨式溥等
, 2 !∀

年5
。

笔者按不同层位
,

分别对 ; ,

4河流边滩区5
、

; ] 、 ; Ω 、
;

,

和 ;
,

层的长骨
、

牙床
、

角等

进行统计和测量
,

共测得 ∀ ∀7 个数据4指长骨等大头的方向5
。

按不伺层位分别作出玫瑰

花 图4图 ς 5
。

从 ;
≅ 、 ; ] 、 ; 。、 ; 6

和 ; ,

玫瑰花图 4图 ς 5 中
,

可以看出水的流动不大
,

而且多来自西

北和北东方向
,

倾角一般为 。一 8 。 。 长骨
,

牙床
、

牙齿多被雨季的坡流 4地表径流 5缓慢的

搬运到湖滨凹地和河流边滩区
。

由于湖水的波浪摆动
,

使一些长骨
,

牙床改变为南西或南

东方向
,

被迅速的埋藏起来
。

从上述骨化石的分布与埋藏特征来看
,

禄丰石灰坝组4四段5
,

庙 山坡组4五段 5的古脊椎动物死亡后
,

经过分解作用稍有搬动
,

但仍然没有脱离开它们原

来生活区域很远
,

而又埋藏在同一湖湾区和河流边滩区
。

因此
,

笔者认为作为原地埋藏群

为宜
。

第三
,

从化石按个体重量大小
、

形状的分选情况来看4杨式溥等
, 2 ! ∀ 年 5

,

在禄丰古

猿化石产地几年的发掘工作中的实地观察
,

可以看到比较大而完好头骨4图版 −一 5
,

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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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 且

刀ς 层

图 ς ;
, 、

;
≅ 、

;
, 、

;
6

和 ;
,

长骨等排 ∗−< 方向的玖瑰花图

( ) .Μ ΧΧ Μ Φ Γ
Ν Ο Α Ν / .Θ ) δ ΓΤ Ο ) Α ΓΜ Τ Χ Ν ΧΓ) Τ )至 ΧΘ Μ  

) Τ Ο 比Τ Μ . ΓΤ  Ν εΜ Α . ;
一,

;
≅ , ;

Ω , ;
6 Ν Τ Φ ;

, 1

;
≅

层测量 Ω 个长骨方向 6 ;
≅

层测量 3 个长骨方向 6 ;
,

层测量 ς 个长骨方 向 6

;1 层测量 “ 个长骨方向 6 ;
,

层测量 Ω7 个长骨方向

图中圆的大小不代表向量
,
只是利于看清方位

。

而黑线的长短代表向量多少和长骨

来源方向4水流方向5

头骨
、

楔羚头骨
、

象牙等
,

同各种小哺乳动物肢骨
,

牙床和牙齿无分选地埋藏在一起
。

这

一特征
,

说明古猿和其他脊椎动物化石
,

不是从远处由强大的水流
,

按重量大小搬运而来
。

从 ;
≅ 、

乌
、
;

Ω 、

;
,

和 ;
,

玫瑰花图中
,

也反映出石灰坝组四段和庙山坡组五段时期水动

力条件相当稳定
,

使古猿和其他哺乳动物一起
,

很快地埋藏在湖湾的沉积物和河流边摊

的沉积物中
,

是原地埋藏群的特征
。

第四
,

从古猿 化石产地骨化石磨损情况来看
,

几年来发掘的大量化石中
,

无论是大的

肢骨或头骨
、

角
、

牙床和牙齿
,

均未发现因搬运而造成的机械磨损现象
。

有时见到局部小

的磨损现象
,

这可能是湖水波浪作用的结果
。

这一特征
,

说明古猿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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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远距离搬运而来
,

而是原地埋藏群
,

也反映出当时湖水无底流作用
,

是一个稳定的湖

湾区和河流的边滩区 4五段 5
。

表 Ω 古狱化石产地石灰坝组和庙山坡组 Π ∋ 值和有机质分析

地 层 样品编号
Π ∋ − ≅ ∀

有机质4α 5
∀ 型酸度计悬液

∀二
1门曰Ε∀了
‘

份,,9,一,‘,!,Ε

⋯⋯
Α5ΒΒ55门曰八曰1<日1

⋯
:

:
&

⋯
≅
&Ε卜

⋯
&

‘口,‘,∃Β5八≅Χ
、ΑΧ。勺曰咬Χ,‘‘Δ

⋯⋯
‘5∃∃少!、了‘5只1一了

,∃/∃∃一一一一马玖Γ&认庙山坡组

2 五段 3

<日1
月

竹.夕Δ护。5乙5通ΤΧ,
少‘Δ矛Α目之」Α 

&
目∃∃了9了
ΧΥ,9一,Α月∋,(卜5劝即Κ#ΚΠ洲∃∃ΚΛ川∃/∃)∃/∃)

石灰坝组

2四段 3

石灰坝组

三段

河河 流流

浅浅水湖湾一湖湖

滨滨沼泽化化

浅浅 湖湖

Γ 卜
ς

Γ
一Ι Ο

Γ
ϑ Ι 卜

Ω

Γ 卜卜
.

Γ 卜 ,

Γ 卜
∃

Γ Λ Ι ;

Γ
一Ι .

Γ
‘Ι .

几
一 ;

Γ
, 一 ,

Γ
ΞΙ 、

Γ
。Ι 卜

Κ

Γ
‘一 ,

Θ #寻

Θ Π Ο

( ) Ο

( Ο Θ

Θ )斗

Θ )Π

Θ
。

# /

丁 ( #

) / Ο

Θ Π Κ

Θ Θ/

了
。 , Ψ

Γ
Θ 一 Ζ

Γ 卜
; 3;%;

Κ

?;;
Ν Ν

Ρ 卜
、

Ν (
·

Κ Κ

石灰坝组 ? 。 丫 、 ≅ Ρ
, Ι ,

? Ο 朋
Ν 口匕 钊 抓 Ν

一 ’

?

二段
3 ?

Ρ ,

⋯
(

·

Π Κ

—
?

—
卜
一
一全生一一⋯一一竺生—石灰坝组 Ν 、 二 Ζ Ν 一

,

3

尹
一

?
‘甲 优 期 Ν “ ⋯

了 ·

肠

Δ
。

∃ Π

/ ∃ (

/ 斗/

/ Π Κ

/ Π Κ

第五
,

从石灰坝湖湾区的水化学性质和 4 − 值特征来看
,

石灰坝组四段为浅湖一湖沼

相沉积
,

其水化学性质为 Π / 。、

∀
; 、

[∴ 型水
。 4 − 值是弱酸一弱碱性 2表 Λ 3

。

具有这种

特征的湖水
,

不仅不腐蚀死亡动物的骨骼
,

而且更有利于动物骨骼的钙化
。

与此相反
,

如

果湖水中 4 − 值是强酸性
,

湖水中 [∴
] ] 、 入∃# 十十 离子很少

,

则动物死亡后
,

骨骼很快分解与

腐蚀
,

不易保存下来
。

因此
,

可以认为禄丰古湖无论湖水化学性质
,

还是 4 − 值均以碱性

为主
,

都有利于古猿和其它动物化石的保存与埋藏
。

这也是为什么能在石灰坝古湖湾区

保存与埋藏大量哺乳动物 化石的原因之一
。

第六
,

从禄丰古猿化石产地古生态特征上 2 图 Λ , Σ 3
,

可以示意禄丰古猿和其它脊椎动

物化石
,

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规律
。

古猿化石集中分布在剖面中间的 Γ Λ 、
Γ 。 和 Γ , 层

。

小灵长类化石
,

从 玖 层向上逐渐增多
,

而以 马 层最丰富
。

其它脊推动物化石
,

也同古



陈万勇 ≅ 禄丰古猿化石产地沉积环境与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猿化石分布的规律相似
,

多集中于 ; ‘ 层以上和 ; ]

层以下的岩层中
。

从岩相来看
,

正处

于湖泊沼泽化时期
。

在石灰坝湖泊边缘出现较大的缓坡地带
,

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古猿等

脊椎动物活动
。

从气候条件而言
,

又是干季与湿季周期性变化的南亚热带一热带季风气

候
。

其自然环境是南亚热带向热带过渡地区的季风常绿阔叶林
。

一年四季常青
,

软
、

硬果

实丰富
,

为古猿和其它哺乳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
,

又有石灰坝湖湾区良好的水源地
,

可以

吸引很多猿类和哺乳动物在这里生活4陈万勇
, 2 3 ∀ 5

。

从现有化石资料来看
,

发现的脊

椎动物化石不少于 8 余种
。

因此
,

可以认为石灰坝古湖湾区
,

不仅是禄丰古猿及其他哺

乳动物群生活的良好环境
,

而且是保存和埋藏化石的有利场所
。

王哲夫照相
,

陈培绘图
,

地科院李运通鉴定软体水生动物化石
,

地震地质所陈淑海完

成化学分析
,

笔者在此表示谢意
。

4 2 3 ς 年 2 月 ∀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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